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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 18276—2000《汽车动力性台架试验方法和评价指标》。

本标准与GB/T 18276—200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只适用于装有点燃式或压燃式发动机的在用营运车辆，其他车辆可参照使 

用(见第1 章）；

— -删除了净功率、实测驱动轮输出功率、校正驱动轮输出功率和模拟惯量的术语和定义,增加了 

“驱动轮输出功率”的术语和定义(见第3 章，2000年版的第2 章）；

— -删除了“检测工况”(见 2000年版的3.3);

—— 增加了“检测设备”要求(见第6 章）；

—— 增加了“检测准备”要求(见第7 章）；

—— 修改了“检测方法”，按不同检测工况给出了具体检测方法，删除了加速时间、滑行距离和时间 

测试(见第8 章，2000年版的第4 章');

—— 增加了“检测结果评价”(见第9 章）；

----修改了“限值”(见 9.1，2000年版的3.4);

—— 删除了“对双滚筒式底盘测功机的基本要求”“汽车动力性测试记录表”“汽车轮胎计算半径” 

(见2000年版的附录A 、附录B、附录D);

—— 增加了“最大扭矩工况车速及驱动轮输出功率限值推荐值”(见附录A );

—— 修改了“驱动轮输出功率的校正方法”(见附录B，2000年版的附录C)。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7)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富佳、仝晓平、张学利、许书权、董国亮、于潇、师颖、卢汉成、蔡健、樊光亮。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1827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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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动力性台架试验方法和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动力性的台架试验检测参数、评价指标、检测设备、检测准备、检测方法和检测结 

果评价等。

本标准适用于装有点燃式或压燃式发动机的在用营运车辆，其他车辆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伞不可少的。凡是&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 9 7 7 载重汽车轮腧规格、尺寸、气压与负荷 

JT /T  4 4 5 汽车底盘测功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驱动轮输出功率 driving wheel power
汽车发动机经汽车传动系至驱动轮所输出的功率。

3.2

实测有效功率 observed effective power

发动机在实际进气状态下所输出的功率。

[GB/T 18297—2001,定义 3.1]
3.3

校正有效功率 calibrated effective power

将实测有效功率校正到标准进气状态下的功率。

[GB/T 18297—2001,定义 3.2]
3.4

总功率 gross power

发动机仅带维持运转所必需的附件时所输出的校正有效功率。

[GB/T 18297—2001,定义 3.4]
3.5

额定功率 rated power

制造厂根据发动机具体用途，在规定的额定转速下所输出的总功率。

[GB/T 18297—2001,定义 3.5]

4 检测参数

汽车动力性采用汽车在底盘测功机上(以下简称测功机)驱动轮的输出功率或轮边稳定车速作为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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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参数。

5 评价指标

5 . 1 汽车动力性评价指标如下：

a)  汽车在发动机最大扭矩工况或额定功率工况时的驱动轮输出功率；

b)  汽车在发动机额定功率工况或最大扭矩工况时的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

5 . 2 采用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作为评价指标时，压燃式发动机车辆采用额定功率工况，点燃式发动机 

车辆采用最大扭矩工况。

5 . 3 在进行维修质量监督抽査或对动力性检测结果有异议时，采用驱动轮输出功率作为评价指标。

6 检测设备

6 : 1 测功机应符合JT /T  445技术要求。

6 . 2 双驱动轴汽车检测应采用三轴六滚筒式测功机。

6 . 3 配备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力测量装置，温度测量装置测量准确度为士 1.5 K ，相对湿度测量 

装置测量准确度为士5 % ，大气压力测量装置测量准确度为士0.5 kPa。

7 检测准备

7 . 1 测功机 

7. 1 . 1预热

采用反拖电机或车辆驱动滚筒转动预热测功机，直至测功机滑行时间趋于稳定。

7.1 . 2示值调零

测功机静态空载，力、速度示值调零或复位。

7 . 2 受检汽车 

7. 2 . 1车辆空载。

7.2 . 2车辆使用的燃料和润滑油的规格应符合制造厂技术条件的规定。

7.2. 3检査驱动轴轮胎的花纹深度和气压。花纹深度不得小于1.6 mm，轮胎中不得夹有杂物,轮胎干 

燥，气压应符合GB/T 2977的规定。

7.2 . 4采集受检车辆的以下参数信息：

a)  发动机额定功率(f\ )，单位为千瓦(kW);

b)  发动机最大扭矩(M e)，单位为牛米(N • m);

c)  发动机最大扭矩转速(n j ，单位为转每分(r/min);

d)  货车、自卸车、半挂汽车列车最大总质量(G)，单位为千克(kg);
e)  客车车长(L )，单位为毫米(mm);

f)  汽车驱动轴空载质量(GR),单位为千克(kg)。

7. 2 . 5车辆应预热至发动机、传动系达到正常工作的温度状况，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应达到正常工作 

温度。

7.2. 6关闭非汽车正常行驶所必需的附属装备，如空调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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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 环境状态

测量并记录检测环境的温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力。

8 检测方法

8 . 1 驱动轮输出功率检测 

8. 1 . 1最大扭矩工况检测

8.1.U 根据车辆参数信息按式(1)计算最大扭矩工况车速，或选取最大扭矩工况车速推荐值(参见附 

录 A):

VM =  0.377 X -；̂  vm .................... ( 1 )t X t 〇

式中：

V u—— 最大扭矩工况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 /h); 
r —— 驱动轮轮胎半径，单位为米(m );
nm一最大扭矩转速，当最大扭矩转速为一范围时，取均值，单位为转每分(r/min); 
i —— 变 速 器 传 动 比 取 1; 

i 〇 —— 主减速器传动比。

8.U . 2 引车员将汽车平稳驶上测功机，置汽车驱动轮于滚筒上，驱动轮轴线应与滚筒轴线平行，固定 

汽车非驱动轮。

8 .1 .1 .3 起动汽车，逐步加速，变速器接人直接挡（自动变速器应置于“D”档），使汽车以直接挡的最低 

车速稳定运转。

8.1.1.4按 8.1.1 .1确定的最大扭矩工况车速设定速度，测功机进行定速测功。

8.U . 5 测功机加载，将加速踏板踩到底，待汽车速度在设定速度下稳定5 s，读取不少于3 s 内测功机 

测得功率的平均值并记录。

8 .1 .1 .6 在读数期间，实际车速应稳定在设定速度士0.5 k m /h范围内。

8.1 . 2额定功率工况检测

8.1.2.1按 8.1.1.2和 8.1.1.3固定好车辆并起动。

8.1.2.2将加速踏板踩到底，测功机加载扫描最大功率点，记录最大功率点速度(t;P)，单位为千米每小 

时(km/h)。
8.1.2.3设定测功机按w 进行定速测功，待汽车速度在设定速度下稳定5 s，读取不少于3 s 内测功机 

测得功率的平均值并记录。

8 .1 .2 .4 在读数期间，实际车速应稳定在t;P值的士0.5 k m /h范围内。

8 . 1 . 3 驱动轮输出功率计算 

8 .1 .3 .1 驱动轮输出功率按式(2)计算：

P = P g +  P c +  Pf ..................................... ( 2 )
式中：

P —— 驱动轮输出功率，单位为千瓦(kW);
P g—— 测功机测得功率，单位为千瓦(kW);
P 〇—— 测功机内部损耗功率，单位为千瓦(k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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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 轮胎滚动阻力消耗功率，单位为千瓦(kW)。 

8.1.3.2测功机内部损耗功率按式(3 )计算：

F teXPc 3 600 . ( 3 )

式中:

v 一 

F tc-

-检测速度，取值为外或 dm,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测功机内阻，按表1 取值，或采用反拖法定期测量测功机在50 km/h 和 80 km/h 时的内阻 

分别作为额定功率工况和最大扭矩工况测量时的测功机内阻，单位为牛(N)。

表 1 台 架 内 阻 推 荐 值

工况
二轴四滚筒式台架内阻(F tc) 

N

三轴六滚筒式台架内阻(F tt) 

N

额定功率工况 130 160

最大扭矩工况 110 140

8.1.3.3轮胎滚动阻力消耗功率按式(4)计算:

Pi
GR X g X f c X

•( 4 )3 600
式中：

g —— 重力加速度，发=  9.81 m/s%
/〇—— 台架滚动阻力系数，最大扭矩点台架滚动阻力系数取1.5/，额定功率点台架滚动阻力系数 

取 2 /，/ 是汽车在水平硬路面上行驶的滚动阻力系数，参见表2。

表 2 滚动阻力系数/ 值

轮胎 /

子午胎 0.006

斜交胎 0.010

8.1.3.4按照附录B 提供的方法，将驱动轮输出功率(P )修正为标准环境状态下的校正驱动轮输出功 

率(P 〇)。

8 . 2 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检测 

8. 2 . 1额定功率工况检测 

8.2.1.1 按 8.1.1.2固定好车辆。

8.2.1.2测功机不加载的条件下,起动被检车辆，逐步加速，选择直接挡，测取全油门的最髙稳定车速。 

当最高稳定车速大于95 km/h(对于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其最高稳定车速大于80 km/h)时，应降低一个 

挡位，重新测取最髙稳定车速，并按式(5)计算额定功率车速：

=0.87 X .................... ( 5 )

式中：

ve—— 额定功率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 —— 全油门所挂挡位的最髙稳定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将挡位挂回8.2.1.2确定的挡位，逐步踩下加速踏板到最大位置，同时测功机进行恒力加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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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2 0  N)范围内并稳定3 s 后,开始测取车速，当 3 s 内的车速波动不超过士0.5 km/h 时，该车速即 

为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t；胃，检测结束。

8.2.1.4加载力按以下计算：

8.2.1.4.1检测环境下的功率吸收装置加载力按式(6)计算：

F E= F e~ F tc- F c~ F f - F t .................... ( 6 )

式中：

F e —— 检测环境下功率吸收装置在滚筒表面上的加载力，单位为牛(N);

F e —— ％ 车速点，检测环境下发动机达标功率换算在驱动轮上的驱动力，单位为牛(N);

Ftc ----底盘测功机内阻，单位为牛(N);

F c —— 轮胎滚动阻力，单位为牛(N);

F f —— ％ 车速点，发动机附件消耗功率换算在驱动轮上的阻力，单位为令(N);

F t —— 车辆传动系允许阻力，单位为牛(N)。

8.2.1.4.2 按式(7)计算

r ^ _ 3  6 QOXV X P e ...................  ( 7 )

* ad X ve

式中：

? —— 功率比值系数，7=0.75;

a a —— 压燃式发动机功率校正系数，计算方法见附录B。

8.2.1.4.3 F te按表1取值，或采用反拖法定期测量测功机在80 km/h 时的内阻作为F t值。

8.2.1.4.4 按式(8)计算 F c:

F c = / c X G RX g  ..................................... ( 8 )
式中：

f 〇—— 台架滚动阻力系数,％ 大于或等于70 km/h 时，八 取 2 / ; % 小于70 km/h 时，/。取 1.5/， 

/ 按表2 取值。

8.2.1.4.5 按式(9)计算 F f:

r  3 600 X / p X P e , 、

式中：

/ P—— ％ 车速点，发动机附件消耗功率系数。当发动机铭牌(或说明书)功率参数以额定功率表征 

时,/ P取 0.1;以净功率表征时，/ P取〇.〇6;以车辆铭牌最大净功率表征时,/ p取 0。

8.2.1.4.6 按式(10)计算 F t:

F t =0.18X (F e- F f) .................... ( 10 )

8 . 2 . 2最大扭矩工况检测 

8.2.2.1 按8.1丄2固定好车辆。

8.2.2.2测功机不加载的条件下，起动被检车辆，逐步加速，选择变速箱第3 挡位，采用加速踏板控制车 

速，当外接转速表(外接转速表无法稳定测取转速时，可观察发动机转速表)的转速稳定指向发动机最大 

扭矩转速(n j 时，测取当前驱动轮轮边线速度，记作最大扭矩车速(1/„)。当 t;m大于80 km/h 时，应降 

低 1个挡位，重新测取最大扭矩车速(T̂ n)。
8.2.2.3当最大扭矩转速为一定范围时，nm取其均值；当 wm大于4 000 r/min时，按 000 r/min 

测取 vm。

S.2.2.4将挡位挂回S.2.2.2确定的挡位，逐步踩下加速踏板，使 车 速 超 过 ，同时测功机进行恒力加 

载至(F M士20 N )范围内并稳定3 s 后,开始测取车速，当 3 s 内的车速波动不超过士0.5 k m /h时，该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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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即为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幼胃），检测结束。

8.2.2.5加载力按以下计算：

8.2.2.5.1检测环境下的功率吸收装置加载力，按式(11)计算：

F M= F m- F te- F c- F f - F t .................... ( 11 )

式中：

F m—— 检测环境下功率吸收装置在滚筒表面上的加载力，单位为牛(N);

F m—— z；m车速点，检测环境下发动机达标扭矩换算在驱动轮上的驱动力，单位为牛(N)。 

8.2.2.5.2 按式(12)计算 F d

—0.377 X V X M e X n m

式中：

—— 点燃式发动机功率校正系数，计算方法见附录B。

8.2.2.5.3 按表1 取值，或采用反拖法定期测量测功机在50 km/h 时的内阻作为F te值。

8.2.2.5.4 按 8.2.1.4.4 计算 F co

8.2.2.5.5 按式(13)计算

^ 0.377 X / m X M e X n m

式中：

U —— 〜车速点，发动机附件消耗功率系数，取 0.06。

8.2.2.5.6 按式(14)计算 F t:

F t =0.18X (F m- F f) .................... ( 14 )

9 检测结果评价 

9 . 1 限值

9.1 . 1驱动轮输出功率限值

9.1. U 最大扭矩工况下，驱动轮输出功率限值取最大扭矩点功率(P M )的 5 1 % ，P M按式（15)计算或 

选取推荐值(参见附录A ):

P M =  (M e • nm)/9 550 .................... ( 15 )

9 . 1 . 1 2额定功率工况下，驱动轮输出功率限值取额定功率(P e)的 4 9 % 。

9. 1 . 2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限值

9.1.2.1额定功率工况下，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限值取％。

9.1.2.2最大扭矩工况下,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限值取t v 。

9 . 2 判定方法

9.2 . 1采用最大扭矩工况或额定功率工况下的驱动轮输出功率评价时，当校正驱动轮输出功率大于或 

等于限值，判定该车动力性为合格。

9.2 . 2采用额定功率工况下的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评价时，当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t;w)大于或等于％ 

时，判定该车动力性为合格。

9.2 . 3采用最大扭矩工况下的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评价时，当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Vw)大于或等于 

时，判定该车动力性为合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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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 . 4当校正驱动轮输出功率或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小于限值时，允许复检一次。一次复检合格，则 

判定该车动力性为合格。

9. 2 . 5当检测结果和复检结果均小于限值，判定该车动力性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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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最大扭矩工况车速及驱动轮输出功率限值推荐值

采用最大扭矩工况进行汽车驱动轮输出功率检测时，最大扭矩工况车速及驱动轮输出功率限值的 

推荐值见表A.1〜表A.4。

表 A. 1 客车最大扭矩工况车速及驱动轮输出功率限值推荐值

车 长 a ) 车速 输出功率限值

mm km/h kW

L < 6  000 50 26

6 0 0 0 < L < 7  000 50 28

7 0 0 0 < L < 8  000 53 35

8 0 0 0 < L < 9  000 60 54

9 0 0 0 < L < 1 0  000 63 62

10 0 0 0 < L < 1 1  000 65 70

11 0 0 0 < L < 1 2  000 70 87

L > 1 2  000 70 109

表 A. 2 货车最大扭矩工况车速及驱动轮输出功率限值推荐值

最大总质量(G) 车速 输出功率限值

kg km/h kW

3 5 0 0 < G< 4  000 47 19

4 0 0 0 < G< 8  000 47 24

8 0 0 0 < G< 9  000 47 26

9 0 0 0 < G< 1 2  000 50 30

12 0 0 0 < G< 1 5  000 50 33

15 0 0 0 < G< 1 6  000 50 36

16 0 0 0 < G< 1 8  000 50 48

18 0 0 0 < G< 2 2  000 53 52

22 0 0 0 < G< 2 5  000 55 56

25 0 0 0 < G< 3 0  000 55 66

30 0 0 0 < G< 3 1  000 55 75

8



G B /T  18276— 2017

表 A. 3 自卸车最大扭矩工况车速及驱动轮输出功率限值推荐值

最大总质量(G) 车速 输出功率限值

kg km/h kW

3 5 0 0 < G< 5  000 46 23

5 0 0 0 < G< 9  000 46 28

9 0 0 0 < G< 1 1  000 46 30

11 0 0 0 < G< 1 7  000 46 33

17 0 0 0 < G< 1 9  000 46 36

19 0 0 0 < G< 2 3  000 46 43

23 0 0 0 < G< 3 1  000 48 79

表 A. 4 牵引车最大扭矩工况车速及驱动轮输出功率限值推荐值

汽车列车最大总质量(G) 车速 输出功率限值

kg km/h kW

G< 2 7  000 45 34

27 0 0 0 < G< 3 5  000 53 59

35 0 0 0 < G< 4 3  000 60 84

43 0 0 0 < G< 4 9  000 60 1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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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驱动轮输出功率的校正方法

B. 1 标准环境状态

B.1.1 大气压:/>。=  100 kPa。

B. 1 . 2 相对湿度：一 = 3 0 % 。

B.1.3 环境温度：T〇 =  298 K (25 *C )。

B.1.4 干空气压:/>3〇=99 kPa。
注：干空气压是基于总气压为100 kPa,水蒸气分压为1 kPa计算得到。

B. 2 功率校正系数

实测功率按式(B.1)修正为标准环境状态下的校正功率。

P 〇 =a  • P .........................

式中：

P 〇—— 标准环境状态下的校正功率，单位为千瓦(kW); 

a —— 校正系数，点燃式发动机校正系数为i ;压燃式发动机校正系数为〜; 

P —— 实测功率，单位为千瓦(kW)。

B. 3 点燃式发动机校正系数

( B.1 )

点燃式发动机校正系数i 可按式(B.2)计算：

i  =  (99//>，）1.2 X O 7298)0S

式中：

T —— 试验时环境温度，单位为开(K);

P s —— 试验时干空气压，单位为千帕(kPa),按式(B.3)计算:

式中：

/ >，= / >  — 彡 X />

P —— 现场环境状态下的大气压，单位为千帕(kPa);
令  ----现场环境状态下的相对湿度，％;

/>»w —— 现场环境状态下的饱和蒸汽压，单位为千帕(kPa);
^ X />8W—— 亦可査表B.1得出。

( B.2 )

( B.3 )

B. 4 压燃式发动机校正系数

B. 4 . 1 压燃式发动机校正系数^按式(B.4)计算:

式中：

aa =  ( / a ) /m

/ .—— 进气因素;

( B.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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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压燃机特性指数，/〇»取固定值0.3。

B. 4 . 2 非增压及机械增压压燃机进气因素/,按式(B.5)计算：

/• =  (99//>,) X (T /298)。 7 .................... ( B.5 )

B. 4 . 3 涡轮增压压燃机进气因素/ a按式(B.6)计算：

/. =  (99//>8)0-7 X (T /2 9 8 )1*2 .................... ( B.6 )

表 B. 1 在不同环境温度(T)和相对湿度(少）下的水蒸气分压(少• p«w) 单位为千帕

T 令

•C 1 0.8 0.6 0.4 0.2

- 1 0 0.3 0.2 0.2 0.1 0.1

一 5 0.4 0.3 0.2 0.2 0.1

0 0.6 0.5 0.4 0.2 0.1

5 0.9 0.7 0.5 0.4 0.2

10 1.2 1.0 0.7 0.5 0.2

15 1.7 1.4 1.0 0.7 0.5

20 2.3 1.9 1.4 0.9 0.5

25 3.2 2.5 1.9 1.3 0.6

27 3.6 2.9 2.1 1.4 0.7

30 4.2 3.4 2.5 1.7 0.9

32 4.8 3.8 2.9 1.9 1.0

34 5.3 4.3 3.2 2.1 1.1

36 6.0 4.8 3.6 2.6 1.2

38 6.6 5.3 4.0 2.7 1.3

40 7.4 5.9 4.4 3.0 1.5

42 8.2 6.6 4.9 3.3 1.6

44 9.1 7.3 5.5 3.6 1.8

46 10.1 8.1 6.1 4.0 2.0

48 11.2 8.9 6.7 4.5 2.2

50 12.3 9.9 7.4 4.9 2.5

11



G B /T  18276— 2017

参 考 文 献

[1] GB/T 18297—2 0 0 1 汽车发动机性能试验方法

1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汽车动力性台架试验方法和评价指标

GB/T 18276—2017

祷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甲2 号（100029)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北街16号（100045)

网址 www.spc.net.cn
总编室：（010)68533533 发行中心：（010)51780238 

读者服务部：（010)68523946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备

开 本 880X1230 1/16 印 张 1 . 2 5 字 数 2 2 千字 

2017年 9 月 第 一 版 2017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

书号：155066 • 1-54846 定价 21.00 元

Z
1
0

CSJ
I
9
Z

CVI
OO
1
H
/
H
O

6B/T 18276-2017

http://www.spc.net.cn

